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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政治关系的再思考

#吴白乙

内容提要  本文再度讨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政治关系的历史基础和主要现实问题是基于对近来中外相关观点的反思, 承认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在中国外交中的基础地位, 并强调 60年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业已形成的特殊政治意识对于前者

进一步获得国际社会对自身兴盛的承认和接纳仍具独到的作用。与此同时, 本文还分析了这一关系随着时代背景的变迁、

全球力量的转移和国际事务更趋复杂而面临的主要矛盾或失衡性挑战, 提出基于历史经验和国际关系现实所制定的中国与

发展中国家关系战略, 不仅应该继续包含重要的地缘政治考虑, 更有必要增加解决全球范围功能性议题的思想和原则。最

后, 本文就如何改进这一新战略的具体支撑点进行初步评估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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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基本

面, 历届中国领导人对此都曾多次确认¹, 其根本

原因在于迄今为止中国始终坚持自身的 /发展中

大国0 属性, 故而这一关系有别于与发达国家之

间的关系, 具有鲜明的 /政治平等、共同发展和

南南合作 0 的性质。这一战略选择无疑是符合事

实的, 因此也是可以持续的。本文之所以提出对这

一关系进行 /再思考 0, 自然不是质疑这一战略定

位, 而主要是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客观变动, 以及为

中国外交服务和推进中华民族在本世纪内实现和平

复兴伟大使命的主观要求, 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

系的政治基础及面临的实际问题进行刍议, 意在引

起更多的讨论。

一  对历史的再确认

毫无疑问, 所谓 /关系 0 是行为体之间相互

作用、影响的状态。国际关系自然就是指不同的国

际行为体通过各自的政策实践发生互动的过程与结

果。由此显见, /关系 0, 特别是国际政治, 是一

种变动的事物现象, 既是对客观条件、环境范围、

偶然因素等的反射, 也含有鲜明的主观愿望和精神

追求。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洗礼, 中国与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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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治关系历久弥坚, 形成了深厚的历史根源。

从上世纪 50年代起, 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

之间的政治关系主要表现为对相互政策的理解、对

彼此境遇的同情。新中国的成立不仅标志着积贫积

弱的中华民族经过百余年艰苦卓绝的民族革命斗争

获得了新生, 也给广大发展中地区的人民及其政治

领袖、社会精英带来了实际的鼓舞。据不完全统

计, 1950~ 1959年期间,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许多国家的各界知名人士和政党领导人约 1 200人

访问了新中国º。智利著名诗人巴勃罗 #聂鲁达深

受其在华见历的感染, 热情地赞扬新中国 /张开
强有力的手臂, 拥抱着整个国家, ,所有的人都注

视着你呵, 中国: -我们有了一个多么强大的兄

弟 . 0»。尽管中国与多米尼加迄今仍未建交, 但两

国人民的友谊却历久弥坚。最近到访中国社会科学

院的多米尼加科学院院长内尔森#莫雷诺#塞巴约

斯教授 ( Ne lson M oreno - Ceba llos) 表示, 早在

1965年多米尼加进行反对美国武力干涉的斗争时,

¹

º

»

2004年胡锦涛主席再次重申, 中国始终是广大发展中国

家可以信赖的朋友, 巩固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合作是中国外交

政策的基石。见 5胡锦涛在阿尔及利亚总统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致

辞强调 进一步推进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在各领域的合作 6, 载 5人

民日报 6 2004年 2月 5日, 第 1版。

沙丁等著: 5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 6, 郑州, 河南人

民出版社, 1986年, 第 279页。

聂鲁达著, 邹绛等译: 5聂鲁达诗选 6, 成都, 四川人民

出版社, 1983年, 第 175~ 176页。



4    

毛泽东主席就曾声援多米尼加人民的正义斗争, 成

为当时除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外唯一一位公开向多

米尼加表示支持的外国领导人, 对此多米尼加人民

一直心存感激。塞巴约斯教授曾长期研究毛泽东思

想, 早在上世纪 70年代就撰写过 5论毛泽东的治

学之道 6 一文¹。
外交上的相互承认和道义支持是国际政治关系

的最高形式。新中国诞生后, 美国等西方敌对力量

长期奉行孤立和遏制政策, 许多国际社会成员对于

代表中国人民的新生政权尚不了解, 难免抱有疑虑

或歧见。在当时, 获得更多的国际承认是保证新中

国基本的制度安全的主要途径, 也直接考验以中国

共产党为代表的先进政治力量能否在武装夺取全国

政权之后 /站住脚0 的基本执政能力º。然而, 这

一时期亚非地区许多民族仍然处于脱离殖民统治的

前夕, 即使南半球的一些国家取得了独立, 却难以

彻底摆脱北半球西方大国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压迫。

/美国垄断组织控制了拉丁美洲几乎全部的铁矿、

铝土矿的开采, 将近 90%的铜矿开采, 70%的白

银开采, 将近 60%的锌的生产, 50%以上的石油、

锰矿和白金的开采, 以及硝石和锡的大部分开采。

此外, 美国垄断资本还控制许多国家重要出口农作

物的生产。0» 因此, 在 1955年之前同新中国建立

外交关系的 25个国家中,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

阵营国家居多, 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则仅限于少数几

个独立不久的亚洲国家¼。

从 1955年到 1964年, 随着亚非地区广大发展

中国家相继独立, 中国与之建交的数量增加到 26

国, 特别是 1960年之后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地

区, 在拉丁美洲也获得了历史性的突破½。 1959年

古巴革命成功伊始, 毛泽东就公开表示 /亚洲人
应该支援他们反抗美国 0, 中国政府则率先承认了

古巴革命政府。除了政治与道义支持外, 中国还于

当年与古巴签订了总额为 1 300万英镑的贸易合

同, 给予古巴以有效的物质援助。次年, 在哈瓦那

举行的古巴人民全国大会上, 卡斯特罗和上百万群

众一致通过了包括与中国建交等内容的 5哈瓦那

宣言6。不久, 古巴成为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拉

美国家¾。20世纪 70年代也是部分前殖民地国家

获得民族独立最为集中的时期之一, 共有亚洲 1

国、非洲 8国、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6国、大洋洲 6

国独立, 至此, 战后新独立国家已达 90个 (占全

部独立国家 161国的一半以上 ), 全球除一些小岛

外, /各大洲大陆上已无大片的殖民地 0¿。中国与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交高潮也在这一时期完成。

正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加的双边外交关

系为后来中国摆脱孤立于国际多边体系之外的境地

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在二战结束后的近 20年间,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广大亚非拉国家一度

/被认为是过于贫穷, 过于欠发展, 过于弱小, 或

者过于不稳定 0, 受到大国和强国话语霸权的欺

压, 难以在国际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À。毛泽东

则认为, 天下大事, 特别是争取和平, 避免世界大

战, 光靠大国协商是不行的, /要两条腿走路 0,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

义的斗争是重要的腿, 是第一条腿Á。因此, 新中

国外交的重心自上个世纪 50年代中期起也曾为在

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 /中间地带 0 营造多边外交

/小气候 0 进行过长期的艰苦开拓, 尝试通过文

化、新闻、体育、青年等人民外交形式建立亚非发

展中国家的多边 /二轨0 机制 �lu。事实证明, 中国

领导人选择以弱国、小国为依托的多边外交战略是

¹

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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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琳: 5李慎明副院长会见多米尼加共和国科学院院长内

尔森#莫雷诺# 塞巴约斯 6, 载 5中国拉丁美洲研究网 6 2010年 6

月 28 日。 h ttp: / / ilas. cass. cn /cn /xw zx /conten t. asp? in fo id =

13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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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不仅较早承认新中国, 并且自上世纪 50年代初始终

不渝地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次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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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会议等外, 中国还曾与印尼等国一道竭力推动在非洲召开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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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富远见的, 而骄横狂妄的美国领导人却直到深陷

越南战争泥潭之后才意识到其主宰世界和打压异己

的时代已经结束, 其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

力量的整体上升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¹。 1971

年 10月 26日, 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表决结果

通过了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蒋介石政权的

2758号决议, 击败了美、日代表提出的涉华 /双

重代表权 0 议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终于作为

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重返联合国组织。这一

胜利既出乎美国人的预料, 也超出了毛泽东、周恩

来等人的预期, 毛泽东高兴地说, /主要是第三世

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0º, 并指示即将出席联大

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在发言中 /要算账 0, 对多年来
阻挠中国重返联合国的美、日等国家要点名批判,

而 / 23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 0, /要一一列

举 0, 对 /其他投票赞成我们的 54个国家也要

团结0»。

/患难之交0 不仅体现在中国重返国际组织之

前, 也一直延续到此后中国历次陷于与西方发达国

家关系紧张甚至出现政治危机的关键时刻。 1989

年 6月中国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平息北京政治风波

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掀起反华高潮, 对中国

实行全面制裁。正在他国访问途中的钱其琛外长被

迫取消了预定的访美日程, 而刚与中国恢复政治关

系不久的卡斯特罗和古巴政府热情接待了中国外

长, 并表示全力支持中国政府维护国内团结的决

策, 愿意为钱外长提供发表任何声明的场所和条

件。从上个世纪 90年代初到 2004年, 在广大发展

中国家的持续声援下, 涉华人权提案先后 11次在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被挫败。钱其琛在回忆录

中深情地写道, /回首打破西方制裁的历程, 不能

不提及发展中国家的声援。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

他们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发展中国家虽然不可能

在经济上弥补西方大国对华制裁给中国造成的损

失, 但在政治上, 他们却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 尤

其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 这些亚、非、拉各国的领

导人或外长, 对中国的热情友好一如既往,,这在

当时中国受到西方孤立的情况下, 尤为难能可

贵。0¼ 尽管 2008年春北京奥组委组织了主题为

/环球和谐之旅0 的奥运火炬传递活动, 行程覆盖

全球 5大洲 21个国家, 总里程约 1317万千米, 然

而这一奥运史上最大规模的友善接力之举却再一次

成为中外关系的试金石。它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受到

热烈、安全的接待, 而 /不和谐 0 的杂音甚至严

重的干扰破坏行为则全部来自欧美等西方发达

国家½。

概括而言,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历史基础

主要体现在其广泛的政治包容性。中外双方在建立

这一关系之初就平行地站在反帝、反殖和争取民族

独立的共同起点上, 它们克服地缘、种族、文化、

社会制度的差距, 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后来

的不结盟运动发展方向, 在本质上游离于雅尔塔国

际体系之外, 具有强烈的摆脱霸权力量支配与控制

的取向, 从而代表了超越当时历史条件的一种进步

的意识形态¾。与此同时, 这一关系也为奠定新中

国对外关系格局、提高中华民族在世界政治中的地

位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这一政治支持同样也贯穿

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 构成其外部安全的基本

面, 为中国应对来自西方的非难和压力提供了有力

的依托。对此, 无论中国和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

化, 人们都是不应遗忘而必须予以承继的。

二  对现实问题的再辨析

作为中国外交的基石,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

长期以来已形成世所公认的传统优势¿。冷战结束

后, 经济全球化进程得到空前发展, 中国与广大发

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空间更加开阔, 内在联系更加

密切。随着各自现实利益的变动, 中国与发展中国

家的关系也更加丰富和复杂, 进入了对互利共赢新

模式的探索时期。在这一过程中, 双方介入和推导

这一关系的行为体也在增加, 导致关系外延的多元

¹

º

»

¼

½

¾

¿

1971年 7月 6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讲话,

承认 /对抗的时期过去了, 我们正进入谈判的时代 0, 并首次提出

这一时代将出现美、欧、苏、中、日五大世界力量中心的预测。

参见谢益显主编: 5中国当代外交史 ( 1949- 2001) 6, 北京, 中国

青年出版社, 2002年, 第 352页。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 5毛泽东传 ( 1949 - 1976) 6, 北

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 第 1627页, 第 1634页。

熊向晖著: 5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6, 北京, 中共党史出

版社, 2006年, 第 366~ 369页。

钱其琛著: 5外交十记 6,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 第 166~ 169页, 第 198~ 199页。

黄晴: 5奥运圣火, 人心所向 6, 载 5人民日报 6 2008年

4月 21日; 贺文萍: 5从中非关系看我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战

略 6, 载 5亚非纵横 6, 2008年第 3期, 第 30页。

黄仁伟著: 5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 6, 上海, 上海社会

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 第 62页。

Joshu a E isenm an, EricH eginboth am, D erek M itchell ( ed s. ) ,

Ch ina and theDeveloping World: Be ijing. s S tra tegy for th eTw enty - F irst

C en tu ry, New York, M. E. Sharpe In c. , 2007, pp11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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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现象日益突出, 也直接带来关系结构新的分层。

与此同时, 外界对中国与发展中世界关系的质疑和

非议也相伴而生。一些西方大国一方面出于各种目

的对中国冠以 /新殖民主义 0 恶名, 诋毁中国与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 另一方面则指责中国与亚

非地区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正常关系是 /不负责任 0
的表现, 要求中国对那些被西方戴上 /非民主 0

/虚弱0 /失败0 甚至是 /流氓 0 标签的政府采取

和它们一样的 /惩戒 0 和 /治理 0 措施¹。此外,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学术界还存在着强调发展中国家

之间矛盾的倾向, 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诸多群体性共

同特征正在退化, 已经由 /坚决反帝、反殖、反

霸 0 转变为灵活务实地处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

由谋求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与政治新秩序 0

转变为不挑战当今世界体系, 从坚定主张南南合作

变为更加依赖与发达国家的利益组合中 /搭便车 0
等, 因此发展中国家全面分化的态势似成定局º。

上述种种因素, 无疑对保持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传

统政治关系增加了困惑和难度。

笔者认为, 客观、准确地把握国际政治中发展

中国家的基本政策取向是判断中国同发展中国家政

治合作是否可以持续的关键。因此, 应该从以下几

个主要方面加以考察。

(一 ) 发展中国家的根本意愿与全球权力格局

之间的失衡。冷战结束以后, 尽管标志着旧的国际

政治分野的东西方对立消失了, 但世界发展的不平

衡不仅没有得到缓解, 反而是在加剧。除了经济

(特别是市场份额、人才和技术资源 ) 优势的分布

依然存在 /北重南轻 0 的格局外, 南北矛盾更加

突出地表现为国际事务决策权力的分配严重不适应

全球人口、自然资源、发展援助的实际状况和需

求, 更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崛起, 已经在世界经

济增长中占据 /半壁江山 0 的实际地位»。 2008

年以来持续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 一方面正是这一

结构失衡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另一方面也使得调整

国际体系, 特别是现存国际组织机构内部权力分配

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矛盾的新的

焦点¼。

笔者认为, 面向新世纪的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

系仍然具有广泛的政治基础。第一, 前述观点所提

及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外政策的战术变化并不一定

代表其对外关系的战略调整, 也难以在实践中改变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世界的基本关系格局, 更不足以

改变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政治基础。抵御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的安全和

发展境遇仍是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项长期事

业, 而力求在国际制度顶层逐渐获取更多的决策

权、话语权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和发展中

国家之间最大的利益公约数。

第二, 尽管受到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 一部

分南方国家出现在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方面向北方

国家靠拢的动向, 但是民族国家在未来相当长的历

史时期里仍将是为人类提供最有力的安全保护的基

本政治单位。作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 民族主

义还将是多数国际社会成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维护

主权与公民权益的基本政治哲学。已进入后工业化

社会的西方所竭力推行的超国家政治和 /人权高
于主权0 等价值观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要

难以吻合, 也是部分发展中国家最终难以在政治

/西化 0 道路上走到底的根本障碍½。

第三,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交往合作过程中所

产生的分歧和争议并不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

盾, 更不具有绝对的对抗性质, 双方终究可以凭借

多年来所积累的经验互谅互让地加以解决。此外,

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存在政治体制、宗教

和种族成见的严重冲突。相反, 相似的历史遭遇和

发展中的内外挑战为双方维护政治互信提供了持续

动力。

第四,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通过近年

来发展取得的综合实力和经验, 既可以在创新国际

合作模式, 实现与发展中国家共同繁荣方面有更多

的作为, 也可以为在国际多边舞台上促进发展中国

家获得更多的实质性国际权利, 使其国际政治、经

¹

º

¼

½

[德 ] 白小川: 5欧盟对中国非洲政策的回应 6, 载 5世界

经济与政治 6, 2009年第 4期, 第 72~ 74页。

» 董漫远: 5发展中国家大分化的战略影响 6, 载 5国际

问题研究 6, 2008年第 5期, 第 9页, 第 12页。

以 2010年 4月世界银行与 IMF春季联合会议为例, 世界

银行已通过了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3113个百分点投票权

的改革方案, IMF也表示将加快自身改革, 特别是落实增加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配额及话语权, 并在 2011年 1月前完成对新的

配额改革计划的评估。然而, 在全球经济前景复杂多变的情况下,

人们不免担忧欧美与新兴发展中大国之间分歧和矛盾有可能加剧,

已通过的 IMF改革方案将难以落实。 5加强协调合作将成主流,

IM F和世行改革仍需努力 6, 载 5我的钢铁网 6 2010年 6月 25日。

h ttp: / /www. m ystee.l com /gc/ zhzx/g jyw /2010 /06 /25 /095000, 2304945.

h tm l

曹泳鑫: 5国际政治秩序与世界霸权 ) ) ) 国家、地区、全

球秩序的三重构建 6, 载 5世界经济与政治 6, 2004年第 6期, 第

27页; 房宁: 5权力集中为后发国家提供体制路径 6, 载 5中国与

世界观察 6, 2009年第 3 /4期合刊, 第 120 ~ 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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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地位得到进一步改善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 要在本世纪内实现中华

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 不仅需要中国人民自身

的团结奋斗, 还需要更好地解决为外界所接纳甚至

协同 (而非抵制 ) 这一重要前提。显然, 能否获

得占国际社会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不断承认和理

解, 同样将决定中国可否彻底摆脱大国兴衰的历史

窠臼, 实现 /天下主义 0 的崇高抱负。值得欣慰

的是, 随着发展中国家对 /中国道路 0 的关注程
度逐渐提高, 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外交、外经和外宣

工作的不断改进, 发展中世界对中国的认同正在加

深, 尽管这还远远不够。

(二 ) 发展中国家亟需凝聚力量与中国兼顾与

发达国家关系现实需要的矛盾。自上个世纪 80年

代以来, 中国对外政策基于两个方向的战略调整无

疑获得了巨大成功。一是放弃了针对主要大国, 特

别是发达国家的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策, 从而实现

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自身

的发展和建设由此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国际资源空

间; 二是及时改进了对发展中国家的主观认识, 扭

转了过于强调其整体利益, 忽视其内部差异的政策

偏向, 增加了处理发展中国家之间矛盾甚至冲突的

政策灵活度¹。如今当人们再次对此进行回顾, 应

该客观地看到中国在获得巨大的发展红利的同时,

也具有代表性地同发达经济体之间产生了相当高的

利益共生关系, 从而一方面使中国不能不顾及与发

达国家间外交上的基本稳定, 甚至还要时常为应对

来自后者的压力而被动周旋, 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

地影响到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合作的空

间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外力量对比的变化, 发

达国家反而更加注意利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 特别

是在周边地区存在的某些历史遗留未决的矛盾加大

对中国 /韬光养晦 0 外交实践的干扰。例如, 中

国与相关邻国在南海主权及划界问题上一直存在争

议, 从上个世纪 90年代以来通过与东盟及有关国

家的多边和双边框架, 中外各方已就 /搁置争议、

合作开发 0, 共同维护该地区稳定达成重要共识。

然而, 2010年 3月, 美国海军 /无瑕 0 号监测船
公然进入中国专属经济区活动, 美国官方事后更将

这一海区称为 /国际海域 0, 从而首次正式加入在

该问题上的主权争议。一些观察家认为, 美国在中

国领海主权这一核心利益上采取 /搅混水0 的做

法, 使南海问题的国际争议更加复杂化。为了降低

其 /多米诺 0 效应, 中国不得不更加重视保护自

己的海洋权益, /想低调 (处理这一矛盾 ) 也不

可能了0»。

事实表明, 兼顾与发达国家关系, 与之协作处

理和解决与中国利益关联较大的地区稳定问题, 自

然有利于提高国际影响力, 树立 /负责任大国 0

的良好形象。但这样做还必须时刻照顾到中国外交

的长远发展格局, 而不能为短期的利益而损伤中国

在发展中世界的战略部署。中国毕竟属于发展中世

界, 与发达国家的矛盾才是主要的、长期的, 与发

展中国家的纠纷是局部的、暂时的, 这应该是权衡

二者之间关系的根本尺度。未来 20年是中国完成

民族复兴大业的关键机遇期, 来自国际体系上层权

势对中国兴起的排斥力可能会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加

大, 而中国外交要逆势而上, 同时还要尽可能地为

此减压, 其着眼点一是要用好国际多边机制这一舞

台, 推动世界政治多极化的深入发展, 二是全力推

进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关系, 确保中国国际行

为的合法性来源不断得到扩大和巩固。为此, 中国

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战略应该与时俱进地增加解决

全球范围功能性议题的思想和原则, 主动创新更具

公平性、可行性的国际公共安全和福利产品。近

期, 中国可适时提出一项旨在团结最大多数的发展

中国家的国际政策议程, 其中包括进一步促进南南

合作、增加发展中国家互助、推进联合国千年发展

目标的落实、在改革国际组织等重大问题上实现协

调一致等重要目标及其实现路径; 中期, 中国应根

据 / G200、中国与东盟 / 10+ 10 对话机制、上海
合作组织、中非论坛、中阿论坛、 /金砖四国 0 等

各类多边机制的实践经验, 联合有关方面加大其中

的发展中国家间政治协商功能; 长期, 通过获得来

自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持续的政治认同与合作, 中

¹

º

»

郭新宁、徐弃郁著: 5从历史走向未来: 中国与发展中国

家关系析论 6,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7年, 第 44页, 第 47 ~

49页。

例如, 自上世纪 90年代后期始, /为取悦于美国和以色

列 0, 中国曾数次取消与伊朗的核技术及军品贸易合同, 还在联合

国有关伊朗的决议案中一直避免使用否决权。 See Joshua E isenm an,

E ric H eginbotham, D erek M itchell ( eds. ) , Ch ina and the D evelop ing

World: B eijing. s S trategy for th eTw en ty- F irst Cen tury, N ew York, M.

E. Sh arpe In c. , 2007, p1123. 2010年 6月,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针

对伊朗的第四轮制裁方案, 中国投了赞成票。席来旺、吴云: 5安

理会通过史上最严厉制裁伊朗方案, 中方赞成 6, 载 5人民网 6

2010年 6月 10日。 h ttp: / /new s. qq. com /a /20100610 /000290. htm

米艾尼、张静: 5分析称我国高调宣示南海主权显示外交
思路变化 6, 载 5瞭望东方周刊 6, 2010年 7月 12日。 http: / /

n ew s. sina. com. cn /c /2010- 07- 12 /173220662004. sh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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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可以进一步改进对外援助的功能、方式和效率,

将发展的红利更多地 /反哺 0 于发展中世界的合
作事业, 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梯次跟进, 逐步形成

世界政治进步和经济繁荣的主导力量。

(三 ) 部分发展中国家政治失稳与中国外交引

导能力不足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外交始终

坚持 /不当头, 不扛旗 0 的方针, 改变了以往与

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对抗和造反的过激政策, 取得

了 /谁也不得罪 0 的基本实效, 保证国内建设和

政治稳定较少地受到来自外部的冲击和干扰¹。这

条基本经验在中国国际化程度不高, 经济、社会发

展的主要运行面在国内 (包括吸引外资 ) 的情况

下是完全准确的, 然而自 2001年以来, 中国国际

化进程大大加快, 在 /利用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0

战略的指导之下, 中国经济走出国门并参与国际生

产资料循环、投资竞争和市场规则修订的广度和深

度与以往已大不相同。换句话说, 中国对外部综合

安全的依赖更加明显, 特别是对国际投资、贸易、

运输条件及目的地国家的社会状况已尤为敏感。与

此同时, 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因经济

全球化而受益, 国家分裂, 经济贫困, 也有一些国

家部族、教派之间纠葛不断, 冲突频发, 还有的地

区和国家深受各种外部势力的干涉和渗透, 政局动

荡, 社会失和, 恐怖主义活动猖獗º。在这样的大

背景下, 中国完全置身局外, 对缓和与解决一些发

展中国家和地区面临的突出政治和安全问题不关

心、不评判、不介入显然已不符合现实的需要, 也

不利于这些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大

局。因此, 自上世纪 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至今,

中国已逐步参与到国际斡旋活动之中, 在印巴核试

验、达尔富尔危机等涉及发展中国家间冲突和稳定

国际机制等案例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多的多边协调和

对话者的作用»。随着类似实践的增多, 中国要

/谁也不得罪0 显然已难以做到, 而只能借助于联

合国、有关国际组织、地区机制和相关国家政府的

主动请求来减少 /干预 0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

是, /藏身0 于上述各种合法性资源之后, 中国外

交依然面临另一方面的困境: 一是自身的引导力不

足, 难以突显中国的道义原则和对发展中国家的独

到理解, 给人以 /随大流 0 的平淡印象; 二是被别

有用心地 /捧杀 0, 容易给外界造成中国与少数大
国操控国际政治的错觉, 增加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

芥蒂; 三是还有被人充作 /冤大头0, 为西方主导

的冲突地区战后重建埋单之嫌¼。相应于这些困窘,

中国外交主动斡旋或单独调解的实践仍然偏少, 一

方面是观念偏于保守, 另一方面则更多地受到对当

事国家历史、文化、部族、人员的知识和联系不足

的局限, 处理国际危机的体制机制、思维和语言习

惯、应变技巧等还不能适应复杂的形势所需。

(四 ) 发展中国家民众的认知差别与中国 /公

共外交0 能力不足的矛盾。在新中国外交的大部分

时间里, 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基本操作面曾根据不

同的对象出现过 /政府对政府 0 (直接建交类 )、

/从政党 +民间到官方0 (未建交类 )、 /以经促政0

(不具备建交条件类 ) 等三种主要模式, 其中后两

者都曾为新中国开启与部分独立及尚未独立的发展

中国家交往, 特别是为以后正式建立双边外交关系,

乃至对遏制 /台独0 势力扩大 /国际空间 0 的斗争
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外

交局面的扩大, 近些年来与已建交的发展中国家关

系多偏重于官方往来 (即使如此, 领导人和有关部

门仍感应接不暇 ), 甚至局限于当权派或上层人士,

而针对其普通民众的外交工作则渐无特色和力度,

适应中国对外投资、贸易和援助发展新形势的宣传

解释工作不够深入扎实和准确细致, 有些在驻在国

举办的活动流于表面形式, 缺乏贴近感和亲和力,

官方援助项目惠及当地百姓的程度还不高。总体来

¹

º

»

¼

邓小平: 5邓小平文选 6 (第 3卷 )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年, 第 363页。

宫少朋: 5有关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几点思考 6, 载

5亚非纵横 6, 2010年第 2期, 第 44页。

钱其琛著: 5外交十记 6,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 第 77~ 78页; 唐家璇著: 5劲雨煦风 6,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

社, 2009年, 第 271页; 姜宅九: 5中国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动

因 6, 载 5国际政治科学 6, 2006年第 1期, 第 19~ 21页。

例如, 一些西方国家在阿富汗战后重建的援助上 /各有打

算 0, /口惠而实不至 0, 或者将其驻军军费充作援助的大部分资

金, 或者只承担投资较少、相对简单的工程。中国则不仅在战后

重建之初就迅速向阿临时政府捐赠现金, 还承担了重建帕尔旺水

坝、坎大哈医院重建工程等具有全局影响力、可拉动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较大工程。参见刘洪: 5阿富汗重建荆棘载途 6, 载 5四川

日报 6 网 2002年 1月 21日, h ttp: / /www. sichu andaily. com. cn /

2002 /01 /21 /83263068. h tm ;l 新华社: 5中国决定再为阿富汗提供 1

亿 5000万美元援助 6, 载 5新华网 6 2002年 1月 21日, http: / /

n ew s. sina. com. cn /c /2002 - 01 - 24 /455597. h tm ;l 韩洁、任

芳: 5中国今年将为阿富汗重建提供 1500万美元无偿援助 6, 载

5新华网 6 2004年 4月 1日, h ttp: / /n ew s. xinhuanet. com /new s2

cen ter/2004- 04 /01 /con tent_ 1396636. h tm; 人民日报: 5中国

7500万美元贷款全部转为无偿援助阿富汗 6, 载 5人民网 6 2009

年 8月 6日, http: / / club. q ingdaonew s. com /showAnnounce. php?

top ic_ id= 4424749& board_ id= 2; 新华社: 5联合国驻阿富汗特别
代表认为国际社会缺乏协作 6, 载 5南国日报 6 2009年 9月 3日,

第 2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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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具体实施能力尚待

改进, 中国公众对发展中国家认知程度普遍偏低,

境外行为也颇受诟议, 文明素养亟需提高¹。这些

问题虽然存在程度不一, 有些只是个别和局部现

象, 但是值得 /亡羊补牢0, /未雨绸缪0。

首先, 必须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进步

带来内部利益多元化是一个必然趋势, 同时也由于

这些国家历史和现实的体制原因, 政府本身的政

策、法律制度及人事更迭一般都较为频繁, 除了中

国周边一些发展中邻国外, 亚非拉地区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对华政策还不能确保 /全天候 0 地稳定,

因而做好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阶层友好工作, /多

头多层下注 0 应该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策略
的要义之一。

其次,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意识形态特征多

为民族主义和强烈的主权观念, 中国外交要配合国

家海外资源、能源开发利用的总体目标, 一方面引

导驻外企业做好回馈当地社会的行动方案, 给普通

百姓带去 /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0 和平等参与就业

的机会, 消弭当地狭隘民族主义煽动公众的隐患,

打牢中国外交的民意基础; 另一方面, 要用有效的

道理、事实和语言形式利用当地媒体, 讲清双方合

作互补的 /大道理0 和惠及民生的 /小算盘0, 使

中国人民建设和谐共赢世界的美好感情与诚实品质

得到更广泛的宣扬和认知。最重要的是, 中国外交

应该继续坚持对小国、穷国特别尊重、特别优惠等

已被历史证明是特别有效的光荣传统, 决不能因为

自身发展了就忽略或轻视这些国家的民族自尊及其

有益的发展建设经验, 更不能不加区别地参与外部

力量所主导的发展中国家的 /治理0 活动。

最后, 进一步改进外交人员使用和评价机制,

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人才培养和资源投入力

度。外交工作, 说到底主要是做人的工作。中国外

交界已经涌现了一批善于主动开创驻在国公共关系

新局面的使节, 他们一改往日 /不苟言笑, 铁板

一块0 的对外形象, 以 /亲民路线 0 /个性化外

交 0 和 /媒体公共 0 等策略更加贴近外国百姓的

视角, 赢得好评如潮º。不过, 这一变化还不是普

遍的,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中国外交的局面陈旧,

实效性不明显, 不少长期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外交

人才晋升机会偏少, 也有一些干部不愿意到 /穷、
远、险 0 的地区和国家常驻。尽管目前外交部内

干部跨司流动使用、跨地区选派的改革已经出现,

但还没有成为大气候, 干部业务发展方向固定化的

倾向有待改变。这些问题与干部体制、评价机制固

然有关, 却也多少反映出某种观念倾向仍待纠正。

只有中国外交队伍的来源更加丰富, 内部循环更加

合理灵活, 才能更加适应复杂的全球政治体系, 也

为更多人才的群体性成功创造广阔的空间»。

(五 ) 对发展中国家的学术研究与外交实际需

求之间的不衔接、不对称。外交是国家精神追求和

利益铆定的具体行为过程, 因而终究无法摆脱主观

建构的内在要求。在这方面, 学术研究本应发挥应

有的先行作用。但是, 在过去 60年的大部分时间

里, 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主要动力来自最高决策

层, 学术界的独立研究和思考不足, /对官方的观

点提供解释和论证 0 有余¼。近年来, 这一状况已

有了较大的改善, 无论在宏观决策还是在微观调整

方面, 官方都更加强调尊重专业知识和咨询专业人

才。学术人士受聘于外交部咨询委员会, 或直接参

与外交外事的一线工作, 甚至主持中外政府间双边

委员会专门小组工作等现象已不鲜见½。然而从总

体上说, 中国学术界在对外政策上的发言权较之国

外同行而言尚嫌微弱, 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相

关政策的影响还十分有限。究其根本原因, 一是中

国学术界的 /发展中 0 阶段特征十分突出, 在改

革开放 30年中主要完成了国际问题研究与一般学

术规范的 /接轨0, 其主要积淀为 /引进来0 的西

方政治、外交理论, 而创新具有中国特色, 适合中

国外交的学术体系则刚刚起步¾。二是从事国际问

¹

º

»

¼

½

¾

王博: 5向世界讲 /中国故事 0 6, 载 5世界知识6, 2010年

第 1期, 第 21页; 李慎明主编: 5中国民众的国际观 6 (第 1辑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 第 7页, 第 174页; 5海外华

人形象频遭非议 6, 载 5环球时报 6 2009年 9月 8日, 第 7版。

董关鹏: 5大使国家公共新时代 6, 载 5世界知识 6, 2010

年第 4期, 第 14页。

宫少朋: 5有关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几点思考 6, 载

5亚非纵横 6, 2010年第 2期, 第 46页; 王逸舟: 5中国外交十难

题 6, 载 5世界知识 6, 2010年第 10期, 第 21页。

赵全胜: 5知识分子和思想库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6,

载郝雨凡、林甦主编: 5中国外交决策: 开放与多元的社会因素分

析 6,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 第 155页。

吴白乙: 5中国对 /炸馆 0 事件的危机管理 6, 载 5世界

经济与政治 6, 2005年第 3期, 第 27页; 唐世平、张洁、曹筱阳:

5中国的地区研究: 成就、差距和期待 6, 载 5世界经济与政治 6,

2005年第 11期, 第 9页。

周方银、王子昌: 5三大主义式论文可以休矣 ) ) ) 论国际

关系理论的运用与综合 6, 载 5国际政治科学 6, 2009年第 1期,

第 79~ 98页; 秦亚青: 5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

然 6, 载 5世界经济与政治 6, 2006年第 3期, 第 7 ~ 14页; 万俊

人: 5思想界 /中国意识 0 迅速增强 6, 载 5中国社会科学报 6

2009年 12月 31日, 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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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研究的专业人员总量不足, 例如全国进行非洲研

究的学者约有 300人 (其中专门从事非洲研究的

学者约 100人 ) , 从事拉丁美洲研究的学者 (含退

休人员 ) 不超过 200人, 且集中在北京、天津、

杭州等地。在国内主要国际研究期刊上发表论文的

作者结构也呈现 /哑铃 0 型, 拥有正高级职称和

初级职称甚至博士研究生为两个主要群体, 而处于

承上启下年龄段和职称段的作者则相对较少, 2007

年仅为 19%, 存在这一队伍 /断链 0 之虞¹。三
是学术研究 /问题0 意识发育不足, 尤其是对发

展中国家的研究受研究对象相对贫弱或偏远、双边

交流能力有限、资料陈旧、社会需求不旺、资金匮

乏等因素影响, 研究视野狭窄, 实际体验较少, 研

究成果总量小, 针对性不强, 影响力微薄。仍以

2007年为例, 拉美研究仅占全国主要国际问题研

究期刊论文总量的 2% º。为了有效地改变这一不

容乐观的趋势, 国家应该在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力量的全面统筹、支持和储备的总原则下, /对

于那些不是 (外交 ) 热点问题的国家和地区0, 不

仅要 /造就一批能够掌握当地国家语言, 并对当

地国家的人文风格有切身体会、与精英和平民均有

过切身交往的外交官, 同时还必须造就一批对当地

国家有过深入细致研究的学者。这些学者在平时的

价值是扩展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而在国家和社会需

要时则能够用他们的知识为国家和社会排忧解

难 0。国家还应该立法, 通过税收减免, 鼓励企业

特别是中国的跨国企业将一部分收益投入到地区研

究上来»。此外, 随着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

应该考虑同时推进学术研究机构的去行政化, 带

动相关制度文化的改变, 促使学术评价机制、人

才培养机制乃至学风更具公平性、竞争性和自律

性。最后, 国家应通过人事、涉密等制度的改

革, 降低外交外事部门与学术界信息交流的门

槛, 加大学者与官员 /旋转门 0 式双向聘用和流
动的政策空间。

三  结语

近年来,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

关系的看法开始多元化。一部分学者强调其重新定

位的必要, 认为 /在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剧变中,

发展中国家迅速变化和分化, 与此同时中国也经过

改革开放取得了现代化的巨大进展。在 21世纪初

中国的国际战略必须因应形式而进行调整, 发展中

国家在中国国际战略中的地位也必须重新审视 0¼。

一部分学者则坚持 /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
广泛的利益, 决定了中国外交的政治根基在发展中

国家 0,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应与同发达国家关

系协调发展, 而不可被忽视或偏废½。在另外一部

分学者看来,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已经不再以

政治属性为主, 而代之以经贸、能源为优先目

标¾。还有一些学者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的国

际战略丰富性与复杂性着眼, 提出中国自身地位

未定的观点。他们认为, 毕竟一个国家不能在国

际政治中任意选择政治归属, 其国家身份在很大

程度上还是由其他国际社会成员根据经济社会发

展的客观标准加以衡量和承认的。虽然中国还没

有成为发达国家, 并始终自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精

神上的同盟者, 但 /也已经不能简单地把自己定

位在发展中国家 0¿。上述不同观点乃至争论实际
反映了中国内外因素变动对这一关系带来的驱动

和冲击, 以及学者据此作出先验性思考过程中出

现的困惑。

在这一背景下, 本文集中讨论中国与发展中国

家政治关系的历史基础和主要现实问题是基于对上

述观点的反思, 承认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在中国

外交中的基础地位, 并强调其 60年来业已形成的

特殊政治意识对中国进一步获得外部世界的承认和

接纳仍具独到的作用。

(下转第 19页 )

¹

º

»

¼

½

¾

¿

5世界经济与政治 6 编辑部: 52007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

发展报告 6, 载 5世界经济与政治 6, 2008年第 3期, 第 67 ~

68页。

唐世平、张洁、曹筱阳: 5中国的地区研究: 成就、差距

和期待6, 载 5世界经济与政治 6, 2005年第 11期, 第 10~ 11页;

5世界经济与政治 6 编辑部: 5 2007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报

告 6, 载 5世界经济与政治 6, 2008年第 3期, 第 73页。

唐世平、张洁、曹筱阳: 5中国的地区研究: 成就、差距

和期待 6, 载 5世界经济与政治 6, 2005年第 11期, 第 13页。

俞新天: 5中国应转变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 6, 载 5战略

与管理 6, 2003年第 3期, 第 40页。

杨福昌、张清敏: 5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与

作用及对中国政策的思考 6, 载 5国际问题研究 6, 2004年第 1期,

第 14页。

Joshu a E isenm an, EricH eginboth am, D erek M itchell ( ed s. ) ,

Ch ina and theDeveloping World: Be ijing. s S tra tegy for th eTw enty - F irst

C en tu ry, New York, M. E. Sharpe In c. , 2007, p1 x.

王逸舟: 5中国外交十难题 6, 载 5世界知识 6, 2010年第

10期, 第 23页; 郑永年: 5美国的中国新定位及其对中国的挑
战 6, 5联合早报 6 2010年 6月 1日, 转自中国新闻网: http: / /

www. ch inan ew s. com. cn /hb /n ew s /2010 /06- 01 /2316685. sh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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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向居民委员会、社区组织作出报告。 ( 7)

建立鼓励公民参与的制度机制, 规定国家机构应把

促进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作为一项责任, 实施有利于

公民参与的公共服务机制, 各级政府部门都应建立

公民参与的计划, 并向政府主管部门报告。

小  结

拉美国家政府与 NGOs的关系经历了从疏远到接

近、从对立到合作的过程。二者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但也越来越复杂, 需要根据新情况进行适时调整。在

不少拉美国家, 引导 NGO的发展、管理和规范 NGOs

活动成为政府的长期课题。各国陆续在完善立法、加

强行政管理、强化资金支持和控制、完善实践引导等

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拉美国家政策的总体趋势是

加强对 NGO管理和指导, 发挥 NGO在推进政治民主

化、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同时最大限

度地限制其不良影响。值得注意的是, 拉美各国国情

差异很大, 政策措施及其效果不完全一样。一些国家

管理 NGO的政策在国内外引起争议, 甚至遭到 NGO

的反对和抵制。这表明政府与 NGOs关系的调整是一

个长期过程, 调适仍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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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0页 )

本文还归纳并分析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政治关

系随着时代背景的变迁、全球力量的转移和国际事

务更趋复杂而面临的主要矛盾或失衡问题, 提出基

于历史经验和国际关系现实所制定的与发展中国家

关系战略, 不仅应该继续包含重要的地缘政治考

虑, 更有必要增加解决全球范围功能性议题的思想

和原则。

最后, 本文就如何改进这一新战略的具体支撑

点进行初步评估和思考, 尽管难免以偏概全之虞,

却完全出自真实的忧思情怀, 也是对扭转当下中国

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研究中 /经济面 0 具体和张扬,

而 /政治面 0 空泛和低沉现象尽到一己些微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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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Recons iderations on the Po litical Relations

betw een Ch ina and Develop ing Countr ies
( pp13- 10)

Based on the review of Ch inese and overseas scholars. v iew po ints, the article seeks to discuss the historica l

background and currentm a jo r issues o f the politica l re lations betw een Ch ina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recogn izes

that the relations w ith develop ing countries are still p lay ing a fundam en tal role in Ch ina. s fore ign a ffairs, w hich

are of spec ial sign ificance as a result of six ty years. developm ent and rem a in to be a key factor for Ch ina to promo te

international recogn ition. Furtherm ore it analyzes them a jor cha llenges to the re la tions wh ich are em erged as a resu lt

of the changes o f the tim es, the transition o f g lobal pow er and the increasing comp lex ity of internat iona l a ffairs. It

argues that it is im perative for China to in ject the ideas and principles o f resolv ing g lobal funct iona l issues into its

strategy fo r constructing relat ions w ith developing countriesw h ich is usua lly geo- po lit ically oriented.

(W u B aiy i)

State Superv is ion of NGOs in Latin Am erica
( pp111- 19)

NGOs in Lat in Am er ica havew itnessed an unprecedented deve lopm ent since the 1980s. During the process,

they m anaged to transform the ir relat ions w ith the state from d istrust and confron tation to mu tual - trust and

cooperation. To re in fo rce the superv ision o fNGO s, the regional countries have taken a variety m easures in the fie ld

of leg islation, adm inistrat ive m anagem en,t and financia l suppor,t wh ich aim s at m ax im izing the ir posit ive ro le in

prom ot ing the po litica,l econom ic and soc ial deve lopm entw hile restra in ing the ir negative effects.

( Yuan Dongzhen)

Patterns of the State- NGO Relations in Latin Am erica
( pp120- 23)

NGOs in La tin Am erica cont inue to play a crucial role in reducing poverty, launch ing an ti- hunger and anti-

illiteracy program s, and e lim inating soc ial exc lusion. In recent years they are succeeded in increasing their am oun,t

prom ot ing the ir credibility and expand ing the scope o f action. It has been m an ifested that NGO s are an integrant

part for the reg iona l countries to prom ote sustainable deve lopm en,t safeguard hum an r igh ts and conduct

env ironm ental pro tection. The artic le focuses atten tion on analyzing the re lations between NGOs and the state and

evaluatingNGO s. ro le in prom o ting soc ial developm en.t As a result o f long- term interaction, there ex ist currently

som e m ajor patterns of the state - NGO re lations in the reg ion, inc lud ing Cooperation - Comp lem entariness,

Superv ision- R estriction, and Opposit ion- Con fron tation. ( Fan Le i)

IndigenousM ovem ents and Leftist Parties in Latin Am erica
( pp124- 30)

Ind igenous m ovem ents are view ed as a key com ponen t of the socia lm ovem ents in Lat in Am erica, whose rise

and developm ent are c losely related to leftist parties. Thanks to the extensive politica lm obilization conducted by

leftist parties in the countryside, they cam e into being and then atta ined a susta ined deve lopm en.t Based on the


